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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农品变商品进行研究，探讨提升农品价值的方法，并给出具体的设计案例。方法 以

重庆酉阳为例，对农村地区的农品进行现状调研，找出不能体现农品价值的原因，并应用社会创新设计

的相关理念进行创意设计，使农品在向商品转化的过程中，其价值得以提升。结论 设计能调整农村社

区和城市社区的关系，从而让农品商品化和品牌化，最终提升农品的价值，这对于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

兴的乡村建设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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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y Design 

PI Yong-sheng, DUAN Sheng-feng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t aimsto explore the design creative method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the stud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give specific design cases. TakingYouyang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rural areas is investigated, the reasons why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an not be 

reflectedare found out, and the design creative ideas based on the related ideas of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are applied, so 

that the pr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commodity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The design can build a mutual 

trus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 community and the urban community, so as to mak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mmercialized and branded, and ultimately improve the value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is of positive signifi-

cance for the rural construction from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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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扶贫工作开始于 1986 年，经历了 1986 年

至 1993 年的大规模开发式阶段、1994 年至 2000 年

的八七扶贫攻坚阶段以及 2000 年至今的整村推进扶

贫开发阶段[1]。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贫困问题多

集中于中西部山区，贫困地区的乡村产业凋敝、风貌

混杂、村落空心化等问题十分突出。设计创新能为乡

村“赋能创意”，其立足于贫困地区的具体条件，应用

相关的设计方法和策略，扬弃贫困地区的优势和劣

势，转换为自身发展的资源，不断提升农品价值，从

而推动乡村地区的产业兴旺，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为

乡村振兴奠定基础[2]。 

1  重庆酉阳农品资源调研 

课题组对重庆贫困山区进行了整体性的梳理和

研究，发现导致其贫困且很难脱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点；首先，山区生计资源匮乏，农业机械化程度低

下，很难形成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其次，青壮年外出

务工导致人口流失，人口老年化严重；最后，村民聚

居分散，公共服务资源缺位等。带着这些问题，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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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以国家级贫困县——酉阳为对象展开调研。 

1.1  酉阳农产品生产及销售概况 

酉阳县地处重庆、湖北、湖南、贵州 4 个省市交

界处的武陵山区腹地，面积有 5173 平方公里，人口

85 万，其中农业人口 58 万。酉阳县的自然环境复杂

多样，地形崎岖，坡度变化较大，有耕地 81 万亩，

林地 260 万亩，草山、草坡 290 多万亩，适宜众多品

类的农作物生长，但酉阳县的农品销售情况并不好，

有时甚至卖不出去。基于这样的情况，当地农民将卖

不出去的时令蔬菜进行再加工后，重新进行销售，见

图 1。 

 

 

图 1  酉阳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Fig.1 Production and sal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Youyang 

酉阳地区的农作物品种繁多，但是单一农户的产

量低；受到山区的限制，农民缺乏规划意识，农产品

难以实现规模化种植；农产品的流通渠道窄且运输成

本高，大多农产品无法销售，影响了菜品的新鲜度，

严重影响销售。通过服务设计对酉阳山区农产品的物

流旅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该地区的农品没有得到

其应有的价值，见图 2。与此同时，广大城市居民对

农产品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设计应协调这一组“关

系”，让优质的农品满足城市居民的差异化需求，同

时也让优质农品的价值得以提升和实现农民的增收。 

 

图 2  酉阳山区农产品物流旅程 
Fig.2 Logistics journey map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Youyang mount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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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酉阳农产品优劣势分析 

在对酉阳当地农民进行访谈时发现，他们对当地

农品的优劣势有着清楚的认识，从设计学的角度出

发，能够发现酉阳的农品具有其自身的优势。酉阳的

水、土以及作物生长的环境没有被污染，农品是采用

传统的种植方式加以培育而得到天然食材，这是提升

农品价值的基础；传统时令蔬菜的制作方式能为食材

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这也是提升农品价值的重要条

件，这种传统也体现了一种地域文化的传承[3]。酉阳

种植农品的地块小，能够使种植更加多样化，也便于

依据市场的需要及时调整农品的品种，以此满足更加

小众化的市场。 

2  设计问题与讨论 

通过调研发现，酉阳山区虽然是贫困地区，但其

自身也有着相对的优势，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

下，依靠设计对农品赋能创意，提高农品的价值使其

变为商品，从而解决贫困地区的农村增收问题[4]。 

2.1  设计问题分析 

酉阳具有丰富的自然物产资源和生鲜食材再加

工技法，酉阳农品所具有的优势恰恰是现在城市居民

的需求所在，而这些优势并没有得到发掘。如果要提

高农品的价值，就应将农品从大量滞销的农村社区转

移到其价值能够充分发挥的城市社区。要实现这一转

化，必须解决农品商品化、品牌化的问题，也就是如

何让城市居民相信酉阳的食材都是绿色、天然的[5]。

为此，课题组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见图 3。 

 

图 3  设计问题分析 
Fig.3 Analysis of design problems 

2.2  设计策略 

对酉阳出产的农品进行传统的再加工，使其成为

干货，再进行统一的包装和品牌化，最后展开线上和

线下的销售。首先，应引导农户进行传统制作工艺的

分布式生产，再由农业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对这些产品

进行回收、包装和销售等，即统分结合的生产策略。

在这个项目中，与项目组合作的是重庆金圣达供应链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公司的加工基地和线上、线

下平台进行加工和销售。其次，应发掘当地的人文资

源，充分应用于商品包装和品牌化的建设中，即为商

品建立统一的市场形象[6]。最后，让消费者感受到商

品的原产地，甚至还可以让他们了解到农品是由哪一

位农民提供的食材，在设计中贯彻信任的原则。 

3  设计实践 

建立相关的设计策略后，课题组着重依托酉阳贫

困地区现有的农副产品，结合城市地区居民的需求，

对其进行深入设计和价值提升。 

3.1  重新设计农品进入市场的旅程 

重庆金圣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酉阳有

着广泛分布的金圣达连锁便利店，见图 4。该便利店

有着农产品收购、农产品加工及电商平台等丰富的功

能，在销售商品的同时，可以向农户发布生产基地的

信息，使回收的农品干货能在金圣达的加工基地进行

加工、包装及销售，使酉阳的农品能走向更广阔的市

场，依据城市市场直接定价，从而获得比原来更多的

价值，见图 5。 

 

图 4  金圣达连锁便利店 
Fig.4 Jin Shengda chain convenience store 

 

图 5  金圣达连锁便利店的功能拓展 
Fig.5 The function expansion of the Jin Shengda chain con-

venience store 



第 39 卷  第 10 期 皮永生等：设计介入农品的价值提升研究 11 

 

3.2  农品变商品的包装设计 

依据酉阳的地域文化特征，对选出来的农产品

进行全新的包装设计，见图 6。同时，逐步建立良好

的品牌形象，让酉阳贫困地区的农品的附加值得到

最大限度的提升，切实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吸引

打工农民返乡和城市人员进入乡村创业，从而促进

农村的发展。 

 

图 6  农品变商品的包装设计 
Fig.6 Packaging desig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3.3  信任设计 

将生产该农产品的农户形象印刷在包装上，一方

面能使城市消费者对产品的来源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另一方面又使生产该产品的农户更有责任感，使其在

生产过程中更能保证产品的质量[7]，见图 7。 

 

 

图 7  印有生产者头像的产品包装 
Fig.7 Product packaging with producer's head image 

4  进一步的设计探索 

农品变商品仍然是乡村振兴“中兴产业”的根本

所在，课题组认为，应结合乡村的物产与手工艺传统，

对农业生产中所得到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同时应用

设计创意赋予农品更多的内涵。 

4.1  农品变商品的新思考 

以重庆地区的干豇豆、萝卜干、跑山鸡、冷水鱼、

香肠、土鸡蛋等特色农品为例，将传统手工艺应用到

产品的包装设计中，一方面起到包装产品的目的，另

一方面在进行包装设计时，将其作为工艺品用来装点

人们的生活，使传统手工艺再次活化，商品也应开设

线上和线下两套系统进行销售。只有这样，才能激活

传统乡村的“小农经济”，增加农民的收入[8]。 

4.2  探索性的设计实践 

在进行包装设计的过程中，课题组充分考虑特色

农品的商品化问题，将重心向重庆的传统手工艺转

移，力求在满足包装功能性作用的同时，开发出其再

利用的价值。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提升农品变商品的价

值；另一方面又能使传统手工艺能够得到再生，进一

步扩展乡村的价值，让城市居民能够通过商品感受到

“乡愁”[9]。 

例如能够转化为插花器包装的竹筒造型，见图 8。

竹筒经过蒸煮，变得更加坚固，经过切割、打磨后可

用来包装香肠，香肠吃完之后的竹筒可用作插花器皿

或是笔筒等。该产品还兼具生态环保的功能，废弃后

便于降解，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例如能够转化为茶器

包装的竹筒造型，见图 9。该竹筒造型原本用于包装

红薯粉等粉状的农品，当商品消费完后，可用作茶器

等，以此延续其生命周期。又如能够转化为食盒包装

的竹筒造型，见图 10。该竹筒造型能够根据消费者的

需要进行多样化商品的包装，每一格都能盛装不同的

商品，食材用完之后可用作食盒以及厨房中收纳五谷

的容器等。 

 

图 8  能够转化为插花器的包装 
Fig.8 The packaging that can be converted into the flower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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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能够转化为茶器的包装 
Fig.9 The packaging that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tea set 

 

图 10  能够转化为食盒的包装  
Fig.10 The packaging that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gift box  

5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反思 

乡村有着其自身的价值和特殊地位，设计创新性

思维的全局视阈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在发展乡村经

济的同时，尊重乡村文化，保护乡村生态，以设计学

的视角审视乡村的独特价值，建立科学的设计策略，

明确具体的设计方法，有针对性地处理各方面的矛

盾，可避免理论策略不清和具体方法僵化所造成的建

设性破坏。 

从目前的乡村现状来看，明显存在发展不充分的

情况。从产业结构上，基本仍然以第一产业为主，延

续传统的农耕生产模式，缺乏有针对性的设计策略与

方法。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较为普遍，留守人口以老

人和孩子为主。村庄随意搭建、布局凌乱、风格混搭

且基础设施缺乏。本研究利用创意策略与方法来激活

乡村“沉睡”的资源，驱动城乡资源双向流动，通过生

态设计、绿色设计、循环设计实现乡村资源与相关产

业链的重组和延伸，对生活、生态、生产、文化等进

行综合考虑，建立“多位一体”的乡村振兴设计策略与

方法体系。 

5.1  注重地域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设计介入乡村建设，应对该地区的生活方式、手

工艺传统、地里风情等进行充分调研，将其中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作为设计介入精准扶贫的起点，在对其进

行充分的“生产性”保护的基础上，使贫困地区的青山

绿水得到可持续性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文化、

小农经济以及手工艺传统才是中国社会的“根”[10]。在

调研中需要注重乡村的生活形态、空间形态、经济形

态、风貌特征等。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注重乡村的

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的互动，从而真正促进乡村的可

持续性发展。 

5.2  注重设计创意赋能 

要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员进行赋能，让其能够依

托其自身的资源获得社会的认可，从而实现其经济价

值，完成脱贫和乡村振兴。这个过程中，要培养贫困

人员的文化自信，让其有勇气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勤

劳，实现脱贫致富。 

6  结语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城市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乡村的支持，但乡村的没落却日益显现。如果

不解决好农村问题，中国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乡村就像一个蓄水池，涝了蓄水，旱了排水，具有战

略纵深效应。解决乡村建设问题本质上是在解决社会

问题，而设计的介入就是用创新的方式对乡村地区的

现有资源进行创造性重组，期望通过新的方式来实现

社会和市场的认可，从而实现乡村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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